
思政教研部 2018 年工作要点 

 

1、完善思政课教学管理体制 

2017年 9 月 12日，学校党政班子研究决定设立独立的学校二级

机构思政教研部。2017 年 9月 15 日学校已经下发了专门的文件。思

政部作为独立的二级教学科研机构，负责全校思政课的具体教学落实、

科研活动开展、实践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规划等，积极参与上海市

高职高专思政课建设联盟组织的各项活动等。 

2、规范思政课教学运行安排 

根据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改方案“05方案”，

结合我校的性质和实际情况，在课程设置上采取 2+1模式，即在全校

学生中开设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”与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”，并辅之以“形势政策”课；根据课程

方案制定了思政课教学的总体规划。把“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”

与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”作为必修课在全

校学生中开设。其中“基础课”放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开设，放在

第二学期开设。教学方式采取理论讲授和课内外实践两种形式。此外，

每学期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为全校学生开设“形势与政策”课。2018

年将把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习近平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

课堂。并对大学生进行珍爱生命教育，受挫折教育，人生价值观教育。 

 3、加强思政课师资队伍建设 

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，目前思政部有专职教师 2 人，



兼职教师 5 人，其中副教授 1 人。目前我校学生 3800 多，师生比大

约为 1:540，学校分阶段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配置达到师生比

要求，2018 将招聘 1 名专任思政课教师，新进教师要求中共党员，

硕士研究生毕业，有思政学科专业毕业背景。 

4、强化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 

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，选派思政课教师参加上

海市组织的各级各类思政课培训活动。加强思政课教师岗前培训，新

任专职教师必须参加市级岗前培训；2018 年开始实施所有专职教师

全覆盖参加市级培训或课程培训或骨干研修，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

学历层次，鼓励支持专职和兼职教师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学

位。 

5、不断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 

学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工作，根据全国高校和

上海市思政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进行探索教学方法改革，请校领导、

学院领导、职能部门领导、上海大学思政课专家等上思政课，同时安

排学生自己为学生上课，互动交流。在思政课中增加实践课比重，探

索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，针对“基础课”可以给学生布置“公益实

践活动”；针对“概论课”可以给学生布置“社会认知实践活动”等

实践课内容。 

7、进一步探索思政课考试方式 

改革思政课考试评价体系，学校于 2018 年度开始探索改革考试

评价方式，建立健全科学全面准确的考试考核评价体系，注重过程考

核。采取综合测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，即平时表现＋期末考试相结

合，期末考试实行开卷考试方式；考核内容适当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



材料分析题，使其在考卷中所占的比重增加，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

70%。平时成绩以出勤情况、课堂听讲情况、完成作业情况、参加社

会实践情况等为依据，占总成绩的 30%。 

8、创新建设思政课同城平台 

我校就在上海大学附近,上海大学在思政课建设方面走在全市乃

至全国的前列，近几年上海大学的教学名师来学校作报告、讲课和指

导。学校计划 2018 年制定细则，积极探索与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

院结对，重点在队伍建设、教学改革、“中国系列”思政课选修课程

建设、思政课主题学习实践活动等方面协同发展。聘任上海大学等专

家做为兼职教授，共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研资源，为民办

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提供指导方案。 

9、认真学习同类学校的先进经验 

立足上海市高职高专思政课建设联盟，联系其它高职院校，通过

年会、教学比赛、专题培训、专项课题等形式，发展和巩固与上海市

其它高职院校的协作平台，形成“资源共享、责任共担、难题共克、

发展共促”的协作模式，探索一条适合民办高职学校的思政课教学科

研的路子，努力提升民办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建设水平。 

 


